
民族服饰工艺之——絣染 

原创： 闫晓静  民族服饰博物馆  

 

一、引言 

在之前民族服饰传统缬染工艺的推送中介绍的绞缬即扎染，一般是通过针

线、绳子扎缝面料取得预设花样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就是说我们常见的扎染

一般是对于面料的扎缝，而今天推送的海南美孚黎絣染，则是对经线的扎缝，

也是扎染的一种类型。美孚黎的絣染和新疆地区的艾特莱斯绸的制作都属

于扎经染工艺，相对于普通的扎染，扎经染更加精细复杂。下图为民族服饰

博物馆藏品美孚黎扎经染织锦长筒裙局部效果，大家可以对絣染效果有一个初

步感受，接下来闫晓静将对絣染做相对详细的介绍。                   —翟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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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美孚黎一直有着“绞缬之乡”的美誉。海南美孚黎所独有的古老染织技

艺——絣染是极具艺术与文化价值的，本文通过美孚黎絣染技艺解读对扎

经染进行介绍。笔者来到东方市三月三广场拜访了“黎族纺染织绣技艺” 市

级传承人符丽荣女士，她带我们参观东方黎锦陈列馆并演示了美孚黎族织

锦絣染技艺的制作过程。 

二、絣染技艺解读 

絣染，是绞缬染锦的一种，是美孚黎特有的一种古老的染织技艺，传统絣染

的工具、原料均取材于自然，制作工艺复杂。从采棉、纺线、扎经、染色、

纺织需要十几项步骤。在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承馆，“黎族纺染

织绣技艺” 市级传承人符丽荣阿姨为我们展示了絣染技艺的基本过程，在具

体的制作过程中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在此，我们对絣染传统技艺的步骤进

行了记录和拍摄。 



1、采棉  海岛棉为草本木棉，又称吉贝，是纺纱织布的主要原料。海岛棉

的枝干细长，棉花能够拉出很长的纤维，纤维强度也特别高，是世界上最优

良的棉纤维。传统的黎锦都是用海岛棉来纺线织造的，面料厚重古朴、透气

吸汗，非常适合日常穿用。 

2、轧棉  转动脱棉籽机，利用手柄带动两根木棍相向转动，棉花柔软会从

木棍中间的空隙通过，而棉花籽则会被卡在另一边，这样将棉花籽和棉花分

离。 

 

脱棉籽机 



 

海岛棉和棉籽 

3、纺线  脚踏纺线机的踏板，滚轮带动线轴开始转动，给线轴上的棉线加

捻，一只手轻按住线轴防止线头移动，另一只手将棉花条均匀的往外拉，拉

到一定长度后停住，此时脚还要继续踩踏板加捻，当捻度达到合适的程度，

松开固定线头的手，将拉出的线放松，线会自动缠绕到线锭上。就这样手脚

配合，纺棉成线。 

 



纺线 

4、绕线  将纺好的棉线连接成长线，缠绕在小线架上，线架为“工”字形，上

下两根横木呈 90°交叉。线需要按照一定的方法，缠绕成线卷，然后取下来，

以备上浆。 

 

绕线到“工”字形线架 

5、上浆  刚用棉花纺成的线虽然具备一定捻度，但强度仍然不够，用力一

拉就会断，需要上浆来增加棉线的强度，使棉线能够承受拉力，便于扎结和

织布。跟据符丽荣阿姨口述，上浆的过程是将纺好的棉线团和“鸭脚”放入水

中煮沸，晾干后才能进行扎结和染色的步骤。上浆过的棉线更加坚固，不容

易断线，还能有效防止线被虫蛀，保护织物。 



 

鸭脚（图片来源：符丽荣拍摄） 

6、上经  上经的线架为“干”字形，和絣染使用的经线架是配合使用的。把

上浆的经线按照固定的绕线方式一圈一圈缠绕在“干”字形线架上，每 4 圈为

一组，绕好一组长线圈后取下来，就可以安在经线架上。为了使使每组线固

定不能移动，排列整齐不能有重叠和交叉，要先把线圈在一个细竹棍上缠绕

一圈，然后再缠绕在经线架上，把线圈绷紧。 

 

绕线到“干”字形线架 



 

上经示意图 

 

上经示意 

7、扎线  绷紧的线圈会形成上下两层经线，所以每组线就变成八根。然后

用黑色棉线在上面缠绕、扎线，直到经线架上扎上满满的线结。扎线时，先

选好位置和细棉线的长度，然后把细棉缠绕在经线上，控制扎线的空隙，线

结要扎牢，以免入染时脱落，打结时在线尾绕一个圈，线头放进去之后把线



拉紧。扎线的松紧程度、根据经验来判断，不同的松紧度染出来的效果不同。

扎线是根据图案来进行的，一般图案有人纹、动物纹、几何纹样等等。这一

步骤也会花费大量的时间。 

 

扎线 

8、染色  将扎好的经线连同细竹棍从经线架上取下来，进行染色，细竹棍

起到了固定经线的作用。传统的絣染使用的染料取材于自然，以蓝靛染料为

主，也有姜黄、骨木红等颜色。草木染色不同于工业染色的鲜艳，颜色古朴

淡雅，若控制染色的时间、次数，染出的颜色也会有所不同，色彩会更加丰

富。在染色过程中，要将扎结好的经线先放入清水中浸湿，这样会减少扎线

处染料的进入。之后放入染缸中浸染，取出晾干，这一步骤一般反复数次，

直到达到理想的颜色。 



 

染色 

9、去线、上浆  将染好的经线清洗，去掉浮色后，再将经线上的线结去除，

这时，扎结处不会被染到，仍是线本身的颜色，经线上就会呈现出清晰繁复

的花纹。染好色的经线由于经过清洗，已经不够硬挺，所以在织布之前还需

要再进行一次上浆，将经线和“鸭脚”一起煮、晾干。目的与第一次上浆相同，

都是为了让线更加硬挺，便于织布。 

 



去线后经线效果 

10、织布  经线上过浆之后，就可以上踞织机织布了。此时要确定织锦纹样

的组合和布幅的宽度，一般在织锦过程中，会将两到三个絣染纹样拼接在一

起。美孚黎采用经线提花的织锦技艺。织布时席地而坐，脚踏撑经木两边，

卷布轴两端用带子系于腰间，撑紧经面，黄色的细木棒为导纱棒，起到固定

经线防止经线交叉的作用。较粗一点的竹木棍是分经棍，将经纱按奇偶数分

成上下两层；穿有红色棉线的木棍为提综杆，可以将下层经线提起来。分经

棍和提综杆配合使用，织布时双脚向上抬起放松经线，使上下经面交替形成

梭口，让缠绕纬线的梭子从中经过，再用打纬刀压紧纬线。这是基本的织造

步骤。此外，若织锦花纹复杂，还需要用到提花综杆、提花刀等工具。  

 

挑针调整图案 

在织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图案整齐，所以每穿过一根纬线，都要用

针挑起经线，向上拉动或向下拨动，来调整花纹的位置，使织出的花纹更加

清晰，不会混乱或散开。这样的织造方式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也是美孚黎织



锦耗时长的另一个原因。织造好的絣染黎锦因浸染色彩相互渗透，深浅不一，

晕色优美，独具一格，是黎族人民勤劳和智慧的象征。以下为民族服饰博物

馆藏品美孚黎扎经染织锦长筒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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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 1988 年开始筹办，2000 年经北京市

文物局批准正式成立的，是中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是集收藏、

展示、科研、教学为一体的文化研究机构。旨在服务社会，为教学、

科研提供专业化资源，成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向世界传达中国

文化的丰富和厚重，成为中国服饰文化交流、研究的良好平台。 



 

民族服饰博物馆现有展厅面积 2000 平方米，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

汉族服饰厅、苗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奥运服饰

厅、图片厅等七个展厅，还有供教学及学术交流活动使用的多功能厅

以及可以与观众实现互动的中国民族传统服饰工艺传习馆。 

 

民族服饰博物馆收藏有中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

等一万余件。还收藏有近千幅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拍摄的极为珍贵的

彝族、藏族、羌族的民族生活服饰的图片。 

 

博物馆积极开展民族服饰文化与现代设计教学和科研等活动。从服饰

文化研究，服饰设计研究，服饰技艺传习等方面，探索博物馆研究与

教学实践、设计实践相结合的新思路、新途径。博物馆设有民族服饰

文化方向硕士点，也是学院博士项目的科研、实践基地。 

 

民族服饰博物馆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已被正式授予“北京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北京市青少年外事交流基地”的

称号。为传承、创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挥重要的作用。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 

民族服饰素材库网址： 



http://www.biftmuseum.com/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樱花东路甲 2 号北京服装学院综合楼 A 座 3 层 

电 话：010-64288067／010-64288216 

邮 件：bwg@bift.edu.cn 

邮 编：100029 

微信号：biftbwg 

开放时间： 

每周二 上午 : 08:30-11:30 下午 : 13:30-16:30 

每周四 上午 : 08:30-11:30 下午 : 13:30-16:30 

每周六 下午 : 13:30-16:30 

（注：闭馆前 30 分钟停止入馆，国家法定节假日、寒暑假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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